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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朱海燕 

（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大河初中） 

 
摘要：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就是对于所学

的教材的兴趣。”伟大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说：“兴趣和爱好是学习的

最好的老师，最大的动力。”这些话简洁明了的告诉我们，兴趣是学习的

先决条件，是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的一种动力。要激发学生的兴趣，首

先树立学生正确的学习观，这是学习动力的源泉。尔后，是激发学习兴

趣的技术问题。一句话，抓住学生的兴趣特点：他们常常对新颖的东西

感兴趣，对运动变化的东西感兴趣，对相互矛盾的东西感兴趣，对笑话、

幽默故事感兴趣，对美的东西感兴趣，对实验、操作感兴趣，对竞赛和

游戏等感兴趣。以培养学习兴趣为核心，全方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只要方法正确，必将培养与激发起初中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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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就是对
于所学的教材的兴趣。”伟大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说：“兴趣和
爱好是学习的最好的老师，最大的动力。”这些话简洁明了的告
诉我们，兴趣是学习的先决条件，是有效地提高学习的一种动力。
只有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会有强大的内驱力，才会产生
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慧，才能在实践学习过程中，做到自主的学
习。如果能让每位学生对课堂学习产生兴趣，那课堂教学效果将
得到显著。对于怎样改革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才能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培养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一问题，笔者浅谈
以下几点看法。 

一、培养学生学习运用语言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让学生对语文产生兴趣，首先要老师

热爱语文，要通过自己的理解把语文的魅力展示给学生，让学生
觉得语文不仅实用，而且美丽。如果仅仅让学生把语文当成升学
的必修课，为考试而学，势必不会起到良好的效果。特别是要经
常给学生传授些关于语言、文章强大功能的知识和典故，让学生
喜以语文为工具。这样，学生在生活学习中，就会自然而然的运
用和思考语言问题。比如，教学生在日常口语中采用修辞手法，
让语言风趣幽默，或者分析人们日常生活常用的一些语言，这样，
自然就会激起学生对语文的热情。 

二、批评、教育学生不能打击其学习的兴趣  
学生有错误、不足，肯定需要批评、教育的，但不能让他由

此而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凡影响了学生今后学习兴趣的教育都是
对学生没有帮助的教育。一般说来，学生在课堂中做一些不利于
课堂教学的事情，只要他自己懂得这是犯了错误、是不对的就行
了，毕竟明知故犯的人是很少的。教师在课堂中发现学生犯错误，

而且在并没有影响其他学生学习的情况下，就应该宽容对待，只
要适时地提醒他，让他引起注意，及时改正就可以了。适时的宽
容对当事的学生来说比教师用千言万语进行教育的效果要好得
多。  

三、以贴切的教学情境促进学习兴趣 
枯燥的说教不足以服人，若教师能够适时地运用教学内容创

设富有情趣的情境，以生动的情境促进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以情
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通过参与教学内容贴切的情境加深了
对知识的领悟和记忆，全面提高了教学质量。例如，开展《卖油
翁》一课教学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创设“倒油”的情境。首先
准备一枚铜钱﹑一个矿泉水瓶以及一盆水，将铜钱放在矿泉水瓶
的开口处，然后请同学尝试在不打湿铜钱的前提下将水注入瓶
中，学生们踊跃来试，却都失败而归。通过让学生参与有趣的情
境，既把知识性、趣味性、益知性融为一体，更使学生在愉悦的
情境参与中有所学又激其趣，这是再生动地解说也无法企及的。
另外，初中语文教学，教师还可以适当地运用多媒体结合教学内
容进行情境创设，把学生带到那种特定的氛围中去，使之受到熏
陶感染，提高学习兴趣，进而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提高课堂
教学的效率。 

四、以融洽的师生关系、和谐的课堂气氛，唤起学生对语文
的学习兴趣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在教学过程，既要严格要
求学生，又要关心爱护学生，要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实事证
明融洽的师生关系，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所以，教师要经
常了解学生各方面的情况，虚心听取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及时调
整教学计划和教学进度，改进教学方法。对学生要百问不厌，诲
人不倦。授课时要以饱满的热情来感染学生，不能麻不仁，对学
生的要求置若罔。要尽量创造出一个和谐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心
情愉快的接受教育。这时学生的思维最敏捷，学习效果也一定是
最佳的。要建造和谐的课堂气氛，教师还要注意对学生的评价要
恰如其分。让学生在老师的真诚热情的鼓励中品尝成功的喜悦。
因而教师在教学中，要循循善诱，多表扬，少批评，甚至不批评；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学生的好朋友，做学生的知心人。这样，
自然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唤起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推动学生
对语文的热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作用了。 

综上所述，由于学生的可塑性太强，而且学生这份兴趣在多
元化兴趣面前能够维持是非常珍贵的，因此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
中应细心呵护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使这份兴趣给学生今后学习
语文带来帮助和动力。 

 




